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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策，就业服务送到“家门口”

1月2日，市人社局召开党政负责干
部会议，传达学习十二届市委六次全会
和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会议精
神。局党组书记、局长杨佳瑛出席会议并
讲话，要求深入学习领会新部署新要求，
全力以赴确保今年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副局长费予清传达有关会议精神。局领
导班子成员谈琳、吴杰锋、谭友林，市社
保中心卜缨、程征东，市就促中心周国良
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十二届市委六次全会和
全国人社工作会议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
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及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人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总
结 2024 年工作，准确分析形势，部署
2025年任务。局系统干部职工要切实提
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学深
悟透会议精神，谋深做实2025年人社领
域各项工作，推动新时代上海人社事业
高质量创新发展。

会议强调，要以改革创新精神聚焦
裉节难题精准发力，以自身工作的主动
性、确定性积极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
性。以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为牵引，
深化“乐业上海优+”行动，突出抓好高
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推动“生育友
好岗”等创新举措落地见效，提升“15分

钟就业服务圈”、零工市场、上海公共就
业招聘新平台等服务能级，全力确保就
业大局总体稳定。以加快塑造现代化人
力资源为主线，推动技能培训和产业需
求相匹配，促进低收入群体实现就业增
收，全力推进第48届世赛筹办工作，推
动人力资源服务业稳增长，深化国际职
业资格比照认定，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以深化社保领域改革举措为抓手，全面
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健全社保政策、经
办、信息、监督“四位一体”风险防控体
系，织密织牢社会保障安全网。以改进作
风优化完善高频服务事项为载体，发扬
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劳动解纷+就业

帮扶”工作机制，推进“免申即享”、“一件
事”、社银直联等举措落地见效。

会议要求，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在人社部的有力指导下，谋定快
动、赶早抓前，拿出“任务书”、绘好“施工
图”、列出“时间表”，压茬推进工作落实，
扎实做好岁末年初民生保障各项工作，
及时排摸对接重点企业用工需求，早谋
划、早启动春节前后稳岗留工工作，为在
沪留守的农民工等务工人员送去温暖，
让他们在沪安心过年。

驻局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局机关
各处室、局属各单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
参加会议。

夜色渐深，当店里最后一盏灯熄灭，
沈嘉祺一天的工作结束了。这是他人生
第一份工作，刚干了一个月，虽然并不轻
松，却让他感到踏实。“那句话怎么说的？
手里有个热乎乎的馍，比什么都重要。”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事关经济社会
发展稳定。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指出，要注重目标引领，着力实现增长
稳、就业稳和物价合理回升的优化组合。
稳就业，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如何让更多人端好手中“饭碗”？一
年来，上海人社部门以促进高质量充分
就业为目标，开展一系列创新探索，努力
保持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2024年11
月底，全市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58.42 万
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帮扶就业率
达 93.78%，促进 15.17 万失业人员再就
业、6.92万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上海的招聘会越来越多

对求职者来说，2024年有一个很直
观的感受：上海的招聘会越来越多了。

从大型展馆到繁华街区，从校内到
校外，甚至在火车站，随处可见招聘活
动。据悉，截至2024年11月底，市、区两
级人社部门共举办招聘会2100余场，提
供岗位超38万个。

2024年10月下旬，位于虹桥综合交
通枢纽地下大通道的“虹桥枢纽乐业空
间”正式对外开放。这里距离虹桥火车
站、虹桥机场的步行时间不超过 15 分
钟，空间不大，却“五脏俱全”，设有招聘
功能区、咨询宣传区、休息会谈区、培训
活动区等多个区域。

闵行人社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之
所以选择在这里开展就业服务，是希望
充分发挥综合交通枢纽人流密集的优
势，打造“来沪就业服务第一站”。这些
天，不少人拉着行李箱，刚到上海就找起
了工作，也有本地求职者闻讯而来。

要满足来自四面八方的求职群体，
还需不断与时俱进，促进人岗匹配。中智
咨询《2024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蓝皮书》
显示，目前“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传
统支柱行业、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人才
缺口较大。2024年春节后上海首场综合
性大型招聘会，就设置了“新质生产力”
专区，颇受求职者青睐。

“现在年轻人找工作的需求越来越
多元。这倒逼我们不断创新工作方式，走
近他们、了解他们、真正服务好他们。”徐
汇区就业促进中心首席职业指导师丁洁
观察到，“90后”“00后”求职者对“好工

作”的期待往往甚于“有工作”，特别是许
多高校毕业生以考公、考编为目标，一年
没考上就再等一年，中间留下了漫长的
空窗期，很不利于后续就业。

对此，2024年上海进一步放宽了高
校毕业生报考和应聘本市事业单位、国
有企业相关岗位的条件要求，规定本市
事业单位招收应届高校毕业生的，应向
毕业证书落款年度2年内（含毕业当年
度）未落实编制内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开
放，不对其是否有工作经历、缴纳社保作
限制。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新政旨
在鼓励部分毕业生在择业期内多试错，
避免因“慢就业”错失机会。

针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人社
部门将会同市、区相关部门，想方设法拓
宽就业渠道，加大重点领域岗位和就业
见习岗位信息归集力度，并将家庭困难
和就业困难毕业生作为重中之重的优先
帮扶对象。

做细家门口的就业帮扶

“不是说学计算机好就业吗？怎么我
一份offer（录用通知）也没收到？”早在数
月前，沈嘉祺还在为找工作焦虑不已。

2024 年 6 月，他从上海某高职院校
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毕业。由于学校课
程偏向理论传授，实践操作机会较少，
他的专业能力并不过硬，在应聘专业对

口工作时屡屡受挫。就在沈嘉祺陷入迷
茫之际，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大爱乐业
社区就业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向他伸出
了援手。

“首先一定要走出家门。”在就业援
助员的帮助下，沈嘉祺来到某居委会见
习，并通过职业能力测试、简历修改、面
试辅导等环节认清自身的优势与劣势，
提高求职能力。随后，就业援助员开始
向他推荐岗位。经过两轮面试筛选，他
最终顺利入职某快餐企业，成为一名见
习经理。

这半年来的经历，也让沈嘉祺转变
了就业观。“理想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就
能找到的，只有靠长期的努力和积累，不
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才能在职业道路
上越走越远。”他打算一边上班，一边为
之后的成人本科考试做准备。这个想法
也得到了就业援助员的支持——哪怕
沈嘉祺已经实现就业，街道的就业服务
始终没有断线。

大爱乐业社区就业服务站是上海建
设“15分钟就业服务圈”的缩影。截至目
前，上海已建成355个“15分钟就业服务
圈”社区就业服务站点，覆盖全部街镇。
这些“家门口”的基层就业服务站点，通
过“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的就业服务，
为那些对职业发展有愿望有期待、却面
临求职困境的人群亮起了一盏盏灯。

据悉，2025 年上海还将新建 150 个
基层就业服务站点，届时全市“15 分钟
就业服务圈”站点将达到500个以上。通
过“大数据+铁脚板”，这些基层站点将
进一步做实做细就业需求排摸、就业岗
位推荐、创业指导等功能，更好服务广大
社区居民、园区劳动者和校区学生。

劳务协作保障企业用工

稳就业的关键是稳企业。同时，稳企
业也必须保障企业用工。

每年元旦、春节前后，不少企业都会
面临季节性用工短缺。2024 年，上海提
前启动援企稳岗专项行动，建立缺工企
业清单，配备就业服务专员，实行“一企
一策”定制化服务，同时提前组织劳务对
接，各级人社部门深入中西部省份，开展
驻点招聘、组团招工，成规模成批次引进
劳动力。

市就业促进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与以往相比，2024年劳务协作的范围更
广、合作更深。比如，过去劳务协作主要
面向云南、新疆、西藏、青海等上海对口
支援地区，2024年则在此基础上进行扩
展，加强了与甘肃、宁夏、安徽、湖南等中
西部劳务输出大省的合作联系。除了到
当地开展招聘会，上海人社部门还定期
收集、发布岗位，送职业指导及创业指导
服务上门，加大合作力度。

云南小伙李会兵就是通过沪滇劳务
协作机制来到振华重工的务工人员。他
毕业于临沧技师学院，来沪后经过厂内
培训，成为一名机器人技术员。前段时
间，他还把女友接了过来。两人如今都在
振华重工上班，一年能攒十多万元，憧憬
着再过几年就在崇明买房。

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三季度末，
中西部脱贫劳动力在沪稳定就业人数
58.4万人。越来越多的“李会兵”在上海实
现人生价值，为城市建设发展作出贡献。

岁末年初，新一轮劳务协作已经启
动。针对重大工程、重点项目劳动力供给
不足的情况，上海各级人社部门将组织
用人单位前往云南怒江、大理等地开展
专场招聘，并为留沪过年的务工人员送
上节日慰问。节后也将继续采取点对点
包机包车等方式，帮助来沪务工人员尽
快返岗复工。 （解放日报 周程祎）


